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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學測社會考科（歷史）試題或答案之反映意見回覆 

 

題號：56 

題目： 

55-56 為題組  

◎  西晉末年，北方戰亂，長安、洛陽二京傾覆，山西、河北淪陷。面對時局的變動，

人民有不同的作法。學者指出，中原士庶避難者約有兩途，或入遼東，或徙江左。

入遼者，接受慕容氏招撫；過江和遷於淮漢流域者，為數尤多，遂創二百七十年

偏安之局。其不克遷徙者，則鳩合宗黨，保聚險固，自治自衛，以圖苟免於胡人

或寇賊之難。還有一種流人，其背棄鄉貫，轉徙他方，與前者相似；而憑堅乘險，

保守塢聚，又與後者彷彿。請問：  

56.  題文中的「前者」、「後者」，他們面對時局變動的作法分別為何？請在答題卷

表格中依序作答，並從二者擇一勾選何者形成當地政治文化勢力？（ 3 分，各 35

字內）  

意見內容： 

首先，司馬睿於南方稱帝，在瑯琊王氏的幫助之下進行的，可是司馬睿於永嘉元年便

已將駐地南遷至建康，已基本脫離北方政權核心，外加南方亦有朱、張、顧、陸等世族給

予其協助且幫他穩定政權；此時距永嘉之禍發生時仍有數年，後來也在南方建東晉；而題

目所說是永嘉之禍發生時北方人的行動，晉元帝與其說南下至江南偏安，不如說他早已在

此建立好關係，而事實也呈現確實早五胡亂華數年，所以我認為此題不能說徙江左避禍，

而是在江南設防禦措施以自保，應較為偏向後者。望老師能參考看看我的愚見，做出最有

利於考生的抉擇。 

意見回覆： 

1. 本題旨在測驗考生能否藉由文本閱讀，確切掌握文章脈絡及論述意旨，理解中國中古時

期社會上的人群移動。根據題文所述，西晉末年因北方戰亂頻繁，中原士庶若選擇遷徙

者，或進入遼東接受慕容氏統治，或者南遷至江左，此即文中所指稱的「前者」；至於不

願意離開者，則聚集族人，於地勢險要之處建立塢堡以自保，避免遭胡人、寇賊侵擾，

此亦即文中所指稱的「後者」。 

2. 從題文「過江和遷於淮漢流域者，為數尤多，遂創二百七十年偏安之局」可知，作者認

為東晉政權的建立及當地政治文化勢力的形成，有賴這些「過江和遷於淮漢流域」的中

原士庶，即選擇遷離的人。 

3. 非選擇題參考答案於 2月 16日（三）同時公布於本中心網站，較詳細的評分標準說明與

考生作答情形分析，請參閱本中心將於 4月 15日（五）出刊的第 330期《選才電子報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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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號：67 

題目： 

65-67 為題組  

◎  猶太教與基督教的信仰屬性，及其對「神的選民」的看法略有異同，以致二者常

有紛爭。西元一世紀，猶太宗

教領袖在耶路撒冷以基督教傳

道者保羅褻瀆猶太教，且無法

證明自己清白為由，控告保羅

並要求對其處刑。當時羅馬法

律規定：非經審判，羅馬公民

不得被捆綁、監禁或鞭打。保

羅因具有羅馬公民身分，故要

求交羅馬當局處理，於是當地

總督在夏季末期，將保羅押送

至羅馬審判。圖 12 為羅馬帝國

時期東地中海的航運路線圖，

虛線為押送保羅航線，實線為

地中海貿易線。請問：  

67.  請問猶太教與基督教的信仰屬性分別是「一神信仰」或「多神信仰」？以及此二

宗教對「神的選民」之看法分別為何？請在答題卷表格中作答。（ 3 分）  

意見內容： 

舊約聖經裡的「以色列」，是上帝的「選」民或「約」民。例如：上帝對亞伯拉罕重申

的盟約就是：「我要做你們的上帝，你們要做我的子民。」在出埃及記裡我們也讀到：「以

色列人因做苦工，就嘆息哀求，……上帝聽見他們的哀聲，就紀念他與亞伯拉罕、以撒、

雅各所立的約。上帝看顧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們的苦情。」（出二 23-25）因此，根據猶太

教經典，該題若答「以色列人」為較精確之解答，應給分。 

意見回覆： 

非選擇題參考答案於 2月 16日（三）同時公布於本中心網站，較詳細的評分標準說明

與考生作答情形分析，請參閱本中心將於 4月 15日（五）出刊的第 330期《選才電子報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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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2 


